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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宿分

会的科学引领，抱

团取暖、资源共享，

以实现标准化、品

质化发展。”昨日，

台山市旅游协会民

宿分会会长陈伟奇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道。近日，台山市

旅游协会民宿分会

成立，标志着台山

民宿产业从“单兵

作战”迈向“抱团发

展”，66家备案登记

民宿主理人共同见

证产业发展的里程

碑时刻。这是产业

升级的必然选择，

也是台山市落实

“百千万工程”、推

动乡村振兴的生动

实践。

近年来，随着“百千
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台
山市依托独特的自然景
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
越的区位条件，民宿产业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成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
合的新支点。

2021年4月，台山民
宿产业崭露头角，当年完
成33家民宿备案登记；截
至目前，台山备案登记民
宿已达66家，3年间数量
实现翻番，占江门民宿总
数的30%。这一数字背
后，是台山民宿从单一住
宿向多元化业态跨越式
发展的成果。

从碉楼改造的文艺
空间到稻田环绕的田园
居所，从温馨的家庭民宿
到高端的度假庄园，台山
民宿已形成“碉楼文化民
宿群”“滨海度假民宿带”

“田园综合体民宿圈”三
大特色集群。这些集群
不仅覆盖青山绿水间的
诗意栖居、古镇古村里的
乡愁记忆，更以“文化赋
能、品质突围”的姿态，吸
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
验。

在产业快速发展的
同时，台山民宿注重内涵
式成长，并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在省文化和旅
游厅公布的2024年乡村
酒店（民宿）等级评定结
果中，“望岗碉楼”民宿获
评广东省金宿级乡村民
宿，“玄潭原舍”“禾与荷”

“光大雅舍”民宿获评广
东省银宿级乡村民宿；

“菁木山舍”民宿被推荐
申报国家甲级旅游民宿，

“玄潭原舍”民宿同步冲
刺国家乙级旅游民宿。
这些成绩的获得，标志着
台山民宿产业迈入品质
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当游客为美食与休憩驻足时，他们
的脚步停留于展柜前的历史回望，或在
稻田咖啡香中聆听民乐研学课程——被
文化滋养的台山民宿，早已突破传统住
宿功能，成为撬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
的重要支点，以持续生长的力量，书写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为何台山如此适合经营民宿？台山
民宿产业发展为何如此迅速？这得从台
山的侨乡属性说起。在台山，民宿的载
体大多数为侨乡独有的侨校、侨房，这一
栋栋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正通过民
宿业态焕发新活力。

2023年，台城街道泡步村的百年华
侨碉楼“翘庐”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蝶
变——这栋始建于1922年的建筑，在修
缮团队手中褪去斑驳外衣，以“翘庐
1922”民宿之姿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成
为台山民宿产业文化赋能的典型样本。

“修旧如旧，是‘翘庐’重生的核心原
则。”“翘庐1922”民宿主理人林志成站
在改造后的庭院中，抚摸着修复如初的
雕花窗棂说。在长达8个月的修缮过程
中，修缮团队更换了腐朽的梁柱、加固了
开裂的墙体，甚至复原了具有一定南洋
风格的彩色玻璃窗。真正的挑战，则是
如何在保留历史肌理的同时，赋予建筑
现代功能。如今，这栋三层碉楼内，咖啡

厅的香气与茶馆的古琴声交织，会客厅
里陈列着从海外征集的侨批文物，餐厅
推出了“侨乡家宴”。林志成特别提到：

“我们保留了所有原始墙体，就连二楼的
木质地板，也是用老船木定制复刻的。”
这种“微改造”理念，让“翘庐”在2024年
10月26日开业当天，吸引“翘庐”主人
的后人齐聚一堂，见证家族记忆载体的

“重生”。
一栋栋过去曾荒废的华侨老宅通过

“修旧如旧”的活化模式，变为承载乡愁
与现代生活的特色民宿，成为撬动当地
文旅产业崛起的关键支点。

在距离泡步村30公里外的水步镇
冈宁村，陈伟奇站在由叶氏祠堂改造而
成的“禾与荷”民宿的天台，眺望连片稻
田。这栋始建于清朝、曾作为光华学校
校舍的建筑，在三年修缮后化身文化综
合体——校舍改建为客房，操场变身稻
田咖啡馆，小礼堂成为公共图书馆。如
今，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游
客刘女士感叹道：“闻着稻香喝咖啡、住
民宿，有一种‘归园田居’、远离城市喧嚣
的惬意！”

政企协同是这场变革的关键。台山
市各镇（街）在民宿项目落地过程中，同
步推进村庄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升级，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民参与”的模

式，正在台山各地铺开。“翘庐”的重生，
得益于林志成的坚持和努力，也离不开
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台城街道在

“翘庐1922”民宿项目推进过程中，积极
调动各方资源，加强村庄清洁和周边环
境整治，为民宿的开业创造了良好条
件。水步镇将下洞村纳入特色文旅路
线，吸引企业投资建设“侨汇里”民宿。
这个民宿由水步镇下洞小学旧址改造而
来，保留了侨校建筑特色，增设了游泳
池、排球场等设施，丰富了传统民宿体
验。

在台山，民宿产业发展迅速，早已
突破住宿传统功能，成为文化体验的入
口。位于台城街道筋坑村委
会南安村的“光大雅舍”
民宿，其前身是1917
年建成的光大学
校，由百年侨校
活化而成。这
里拥有华侨
建筑中西合
璧的魅力，
内设藏书
数千册的

“ 粤 书
吧”，实现

“ 建 筑 保

护+公共文化服务”的双重赋能，成为
集民宿、餐饮、文创于一体的文化空
间。“保育不能昙花一现，我一直在寻找
活态传承的支点，努力让餐饮民宿的烟
火气唤醒古建筑生机，只有被文化滋养
的商业，才能挣脱功利枷锁，赋予老建
筑持续生长的力量。”“光大雅舍”民宿
主理人陈德庆说。

产业共生，从单体标杆到集群效应，
随着越来越多像“翘庐1922”“禾与荷”
这样的文化主题民宿涌现，台山正走出
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融合之路。正如广
东省民宿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李钰琳来台
山调研时所言：“台山的侨房很多，可以

在侨房的基础上，将文化IP进
行极致的融入和提升。”

这些创新实践，印证
着台山民宿的发
展密码——以
文化为灵魂，
以创意为纽
带，让老建
筑“讲”出
新故事，让
传统村落
变 身“ 活
态 博 物
馆”。

“民宿分会的成立不是终点，而是台
山民宿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星辰大
海’的新起点。”面对未来，陈伟奇以“组
团打怪升级”比喻产业转型——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单打独斗”已难以为继，
唯有“抱团取暖、资源共享”，方能实现标
准化、品质化发展。

作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市场的桥梁，
台山市旅游协会民宿分会将重点推进三
项核心工作。

资源整合，打造差异化产品矩阵。
依托台山“侨乡、海岛、温泉”三大资源优
势，引导会员单位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设
计“一民宿一主题”特色产品。通过与景
区、非遗工坊、农业基地等联动，开发“民
宿+研学”“民宿+影视”“民宿+康养”等
复合业态，让游客在台山实现“住下来、
慢下来、玩起来”的深度体验。

标准建设，筑牢品质发展根基。分
会将对接政府政策，制订民宿等级评定
细则，推广“侨乡文化主题民宿”认证体
系。同时，定期开展服务技能、营销推广
等专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并强化
行业自律，共同维护台山民宿的口碑与
信誉。

品牌塑造，讲好台山文化故
事。文化是民宿的灵魂，特色是民
宿的生命力。分会将鼓励民宿将
侨批文化、广东音乐、浮石飘色
等元素融入场景设计，打造“可
体验、可消费”的文化 IP。正
如广东省民宿行业协会执行
会长罗毅所言：“台山民宿的
骨架是建筑，肉体是服务，
灵魂是故事，要让游客在碉
楼里读懂侨乡，在稻田中
听见民乐。”去年，广东省
民宿行业协会在台山调研
时提出，侨房改造要突破
表面化，实现文化IP的极

致融入。这一建议正转化为台山民宿
产业的实践——在端芬镇，民宿推荐

“碉楼文化体验路线”分享；在川岛镇，
滨海民宿与渔港经济深度融合；在四九
镇，艺术村落民宿与音乐基地共建研学
平台。

台山市旅游协会会长董承锝表示，
为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协会将搭建资
源共享平台，延伸“民宿+农业/教
育/体育”产业链；提供政策解
读、人才培训、营销推广
等“一站式”支持；以

“侨乡故事”“稻田
音乐”“影视打
卡”为标签，构
建 多 元 化
产品。

三大集群
彰显侨乡特色

乡间民居变身“活态博物馆”

从“野蛮生长”迈向“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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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 粽香四溢
台山端午节假期活动丰富

今年端午节恰逢周末，不用调休即可享受三天小长假（5月31日至6月2
日），台山已备好一场文化盛宴，邀你“粽”情端午，乐享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无
论是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渡，还是温馨的手工体验，总有一款活动让你难忘。

文/图 李嘉敏 甄永光

赛龙舟
上演速度与激情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
端午节假期，台山多地将举行龙舟赛，上
演速度与激情。

5月28日，横山渔港十分热闹，汶村
镇渔业村村民在渔船旁举行龙舟巡游祈
福活动，延续当地通过龙舟巡游凝聚人
心、祈福平安的习俗，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冲蒌镇前锋甫草洋村、竹洛村龙
舟赛将在5月31日举行，两村同日开
赛，龙舟飞驰，锣鼓喧天。斗山镇大
湾村龙舟赛将在5月30-31日举行，
每天 15-18 时，村中鱼塘变身赛
场，两天激战，精彩不断。在台山
西南部，海宴镇有多个村将举行

龙舟赛，其中，5月31日至6

月1日，仑定村、河东下沙头村、廓峰东场
村、升平吉浦村、石浦村等多地联动，鱼
塘、河涌上演“水上马拉松”。汶村镇白
沙村龙舟赛将于5月31日在村中鱼塘举
办，通过龙舟巡游祈福。北陡镇多个村
的龙舟赛将于5月31日12-18时举行，
婆庙河、蟠江河、沙咀河等水域四场赛事
连轴转，不容错过。

包粽子
亲手裹出“台山味道”

端午佳节，包粽子、吃粽子是台山人
的传统习俗。今年，多场包粽活动等你
来体验。

“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
包粽子比赛将于5月30日9-12时在台
山好人馆举行，市民齐聚一堂比拼裹粽
技艺。

“非遗学堂”台山粽制作传承活动将

于5月29日在台山市邑家亲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举行，厨艺大师亲授台山粽独特
裹法与馅料秘诀。此外，各镇（街）部分
社区将举办亲子手工包粽活动，让孩子
在动手中感受传统文化。

当端午节遇上儿童节，更添一份童
趣与欢乐，多场文艺展演、亲子活动将丰
富市民生活。台山市科学技术馆将于5
月31日9时举办以“科技之光谱写欢乐
童年”为主题的科普活动，以科学实验、
互动展品点燃孩子的好奇心。广海镇连
续多天举办亲子嘉年华，5月31日至6月
2日，水产交易中心内将有亲子游戏、手
工制作等活动。

文艺展演与展览同样精彩。其中，
“双节同庆·文化传承”活动（5月31日在
台山华侨文化博物馆举行）、图书馆诗词
展、陶艺展（长期展出）等，让文化与粽香
伴随假期。

文化铸魂

抱团发展

蓬勃发展

特色民宿环境舒适特色民宿环境舒适。。

台山民宿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赋予了建筑现代功能。

5月28日，汶村镇渔业村村民在横山渔港举行龙舟巡游活动。

通过修旧如旧通过修旧如旧，，老侨房以民宿的形式焕发新活力老侨房以民宿的形式焕发新活力。。

闻着稻香喝咖啡、住民宿，成为不少城市人放松身心的选择。


